
管理体制等方 面一系列的改革，它从根本上改

变了以 往财政体制上集中过多、统得过死的状

况，力求做到集中与分散、宏观控制与微观搞

活、中央财政与地 方财政的协调统一。另一方

面财政还有积极支持和配合其他部门的改 革，
二者相互制约、相互促 进。随着形势的发展变

化，为 了深化改革，书中进一步提出适当调整

财 力分配和财政收 支结 构，建立 稳定的、平衡

的社会主义财政这一带方向性的要求和展望。
当然，这部颇具特色的 当代中国财政史，

并非完美无缺。如同前言中所说，对于社会主

义财政所作的规律性的探索和认识，可能是不

全面的和不 完善的，还有待于深入和提高，甚

至是不可避 免地会有 某种局限 性 和 时 代的限

制。但它毕竟给我们提供 了 大量有用的史料和

重要的观点，提供 了一部比 较 系统 全面、内容

丰富的新中国财政专业史。这无论是对于当前

治理 经济环境、整顿经济 秩 序，克 服财政困

难，增强改革的信心和前进力量，或者是了解

和研 究当代中国财政的历 史、现状和未来的广

大读者，都会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和汲取有用

的养料。

杂谈
穷日 子更应过成紧日 子

颜悦来  吕万大

“富日子要当 穷日子过”，这是由 古迄 今尽人皆

知的治家理财要诀。

那么穷日子呢？不是更应 过 成 紧 日 子 吗？因为

穷，手头拮据，拿不出 多少钱 来花，就 只 能 过 紧日

子；因为穷.对来之不易的钱 倍加珍惜，处处精打细

算，而自觉过紧日子；因为穷，时时 想着治穷致富，

用钱讲究效益，更情愿过紧日子。

现在的问题在于：穷日子不当 穷 日子 过的比比皆

是。如某地的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、人 均国民收入、 农

民人均纯收入都是本地区的 倒数 第一，是个吃财政补

贴的角色。但是，其行政会 议费、差 旅费、邮电费、

办公费等项开支，却是名列前 茅。特别是 小汽车拥有

量，四 年翻了 两 番。

既 然是穷日子，为什 么还要当 成富日 子过呢？其

原因：一是穷阔气，忌穷充 富，路要宽，楼要高，车

要多，非此不能显示地方官治 穷“绩效”。二 是装糊

涂，用钱不是算了 用，而 是 用 了 算，甚至 用了也不

算，因而常常是该用的钱没用，不 该用 的钱却花得不

少。表面上，是认识糊涂，其实 他们 心 里有底，“社

会主义的阳光”会照射到贫困 地区的。三是群众观念

淡薄，当家人居上而少虑下，对普通老 百姓生活的难

处，甚至对贫困 乡村的温饱问题. 不 甚了然，不甚关

心 。

如此 穷日子不紧过，穷日 子当富日子过，后果是

十分严重的。由于已经十分有 限的资金又投向了非生

产性消费，使生产 发展资金更为 紧缺，生产上不去，
日 子只能是越过越穷。再 深入 一层说，政府机关大手

大脚地花钱，不仅拉大了和群 众的 距离，而且容易滋

生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，有碍 于清廉施政，损害了人

民政府在人民心 目中的形象。

那么，穷日子紧过，关键在哪里？关健在于各级
领导。只有领导者确立艰苦奋斗、积 极进取的思想，

在治理、整顿、深化改革中切实 从自我 紧起，从现在

紧起，从每一项开支紧起，在全 社会 形成紧的气候，

真正把穷日子过成紧日子，穷日子 变为富日子的那一

天才会早日到 来。中
国
财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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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社


	杂谈
	穷日子更应过成紧日子




